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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推进进建建设设山山大大菏菏泽泽校校区区
青岛理工大学临沂校区同时推进，支持多种方式合作办学

本报济南8月29日讯(记者 高扩)

西部经济隆起带规划提出，把教育
优先发展摆在西部加快隆起的战略
地位，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积
极推进山东大学菏泽校区、青岛理工
大学临沂校区建设，支持西部各市采
取多种方式和国内外高校合作办学。

规划明确，在西部经济隆起带
内，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统一

城乡生均教育经费、办学条件和教
师收入标准，在财政拨款、学校建
设、教师配备和待遇方面向农村和
欠发达县倾斜，促进城乡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到2015年西部地区所有
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校达到基本
办学条件标准。

在本科教育方面，建立人才需
求与学科专业调整机制，引导高校

合理定位，形成理念先进、类别清
晰、特色鲜明的高等教育体系。进一
步提高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大学、临
沂大学、济宁医学院和西部各城市
学院办学水平，积极推进山东大学
菏泽校区、青岛理工大学临沂校区
建设，支持西部各市采取多种方式
和国内外高校合作办学。鼓励引导
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多渠道支持西

部地区教育发展。
在健全职业教育体系方面，着

力构建上下贯通、左右联通的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和产业升级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
求。统筹中等职业学校布局和专业
布点，引导职业教育资源向优势区
域、优势领域、优势院校集聚，率先
开展职业学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分

段贯通培养试点。加强东西部职业
教育合作，通过结对帮扶、联合办
学、名校托管等方式建立工作平台
和定期交流制度，借助东部优质资
源，提升西部职业教育质量。到2020
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和高等职业
教育在校生分别达到60万人、15万
人，从业人员继续教育年参与率提高
到70%。

西部经济隆起带规划提出，在鲁苏豫皖冀五省交界的长条
地带，以区域性中心城市和重点城镇为骨架，形成若干发展高
地。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加快构建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农
村社区“四点对接”的新型城镇体系。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
互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孟敏

2012年西部地区发展数据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新增长
点。那么，我省酝酿已久的城镇化将
如何前行？参与我省西部经济隆起
带发展规划的专家和相关研究人
员，向记者解读了他们眼中城镇化
的发展方向。

在山东省科学院战略研究所研
究员吕兆毅眼中，要发展城镇化，须

“人产城，三融合”，规划中落户门槛降
低了，条件放宽了，让农民好进城，孩
子能上学，城镇化人情味更浓了。

山东省社科院副院长郑贵斌也
读出了新城镇化里的人性化。“为了
避免成为失地农民，农民可以带地
入城，就是说进城住楼，土地可以先
保留着。”郑贵斌说，农业人口市民
化需要一个过程，很多农民缺少职
业教育，多年的生产习惯让他们只
擅长种地，这对他们是一个保护。

山东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院
院长、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志元
参与了我省西部经济隆起带发展规
划。他解析说，城镇化初级阶段的误
区不会再重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需要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的配套，
不会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

张志元说，以县城为中心，把中
心城镇联系在一起，城中村慢慢消
失。同时，全省进圈入带，借助一体
化的力量，发展现代农业、新兴工
业，并衍生出服务业，从而协调有序
地发展。

“新型城镇化注重特色发展，避
免千城一面。”郑贵斌眼中的城镇化
是值得期待的，节点城市差异化带
动，寻找内需动力，加快产业结构调
整，社会发展方式也将发生变革，将
有大量宜商、宜居、宜业、宜文、宜游
的城镇兴起。 本报记者 孟敏

农民进城住楼
土地可以先留着

专家解读

加快构建一小时“泛城市圈”

滕滕州州曲曲阜阜等等地地

将将成成区区域域性性中中心心城城

2020年发展目标

生产总值14620亿元

公共财政收入914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8626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08亿元

粮食总产3014万吨

城镇人口2040万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129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9151元

人均生产总值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公共财政收入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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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为全省占比）

城乡居民收入增幅适当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

公共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比重
逐步提高

城镇化率达到60%

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
7:48:45

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10年
翻一番，达到19000元

加快推动区域性中心城市扩
容提质。支持有条件的城市调整
优化行政区划，如支持地级市和
滕州、兖州、邹城、曲阜、沂水、乐
陵、临清等人口聚集规模大的县
城发展为区域性中心城市。

加快构建一小时“泛城市
圈”，促进县城与中心城区同城发
展。推进“济兖邹曲嘉都市区”、

“大临沂新临沂”、“德州一心四
极”、“聊茌东”、“菏定巨东”组群
城市集聚对接融合发展。

提高中小城市、县城和重点
镇规划建设标准，加强城镇建设
与产业布局的配套衔接，推动规
模结构合理化、土地利用集约化
和城镇面貌特色化。实施好“百镇
建设示范行动”。

做大做强镇域经济，推广临沂
市、济宁市、德州市实施县域经济倍
增计划的经验。建设一批工业主导
型、商贸带动型、现代农业型、交通
枢纽型、工矿依托型、旅游服务型、
区域中心型等多种类型的小城镇。

依法扩权强镇，赋予重点镇部
分县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重点镇
的建设用地出让金净收益，全部用
于所在地乡镇发展，优先支持基础

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征收的城市
维护建设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
费、污水垃圾处理费等税费，全部
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和
管理。力争到2020年，西部地区进
入全国千强镇的数量由目前的17
个增加到30个左右。

支持人口较多、处于重要交
通节点、邻近边界的经济强镇、区
域重镇、文化旅游名镇加快发展。

有条件的城市优化行政区划

全国千强镇增加到30个

农民人均收入到2020年翻一番
落实居住证管理制度，适当

放宽落户条件，探索农民带地入
城，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取得突破
性进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
逐步“全覆盖”，有序推进农业转
移人口市民化。实施好“百镇建设

示范行动”，增加西部地区示范镇
的数量和占比份额。鼓励农民工
返乡创业，扶持农民以创业带动
就业。到2020年，确保农民人均纯
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达到19000
元左右，接近全省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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